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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城跑赢全国增速

上半年，上海和北京GDP双双突破两万
亿台阶，分别为 21390.17 亿元和 20621.3 亿
元；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 5 座城市
GDP在万亿元以上水平。

上海在走出疫情影响后重回巅峰，除经济
总量外，经济增速同样在15座城市中位居首
位，为9.7%。这其中固然有去年基数较低的
原因，但也反映上海经济运行明显回暖，体现
出这座城市的韧性。从投资、消费、进出口“三
驾马车”来看，上海的增速同样实现了领跑。

今年重新夺回“新能源汽车第一城”称号
的上海，在新能源汽车不断释放红利等因素
下，工业经济也表现亮眼。上半年，上海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4.2%，是15座城市中唯
一达到两位数增速的城市。

除上海外，同处长三角地区的杭州上半
年经济增速也位居前列，GDP 增速为6.9%，
仅次于上海。与此同时，在与武汉多年的“卡
位战”中，杭州上半年略胜一筹，以不过百亿
的差值暂居武汉之上，重回到了全国GDP第
8的位置。

杭州与武汉除了是“双万”城市外，也是
今年全国仅有的两座要在全年冲刺两万亿
GDP 的城市。目前来看，两座城市上半年
GDP 分别为 9602 亿元和 9503.33 亿元，已临
近万亿大关。从增速来看，杭州上半年经济
增速相较一季度增幅明显扩大，并超越了年
初定下的全年增长目标。相比之下，武汉上
半年增速较一季度有所回落，距离全年预期
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两座城市谁将率先晋级
还未能下定论。

另一座在较大经济体量下实现较快增速
的城市是深圳。上半年，深圳 GDP 总量
16297.60 亿元，增速 6.3%，跑赢全国平均水
平。深圳在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指标上表现
突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分别为13.1%、11.5%。深圳投资
的强势增长中，工业投资贡献了主要力量，上
半年，深圳工业投资增长47.5%，其中制造业
投资增长54.2%。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深圳
工业经济中的最大亮点，上半年，深圳规模以
上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7%，新能源汽车
产量增长170.2%。

总体来看，15座“双万”城市中，有7座城
市跑赢全国 5.5%的平均线，北京持平，另外
还有7座城市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双万”城市释放人口集聚力

人口是反映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另一重
要维度。截至 2022 年末，15 座“双万”城市
中，重庆常住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三千万，达到
3213.34万人；上海、北京、成都处在两千万量
级 ，分 别 为 2475.89 万 人 、2184.3 万 人 和
2126.8万人。

重庆庞大的人口规模是支撑其经济提速
发展的重要原因。今年上半年，重庆排在全
国经济第四城的位置。而经济和产业的稳步
提升也反过来推动重庆释放出人口的吸引
力，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重庆持续保持着人
口规模稳定增长的态势。

记者选取了疫情前的 2019 年以及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作为两个节点，与 15 座

“双万”城市目前的人口规模进行对比。

与2019年的数据相比，15座城市中除天
津外其余城市均实现了人口规模增长，足以
见得“双万”城市具有强劲的人口吸引力。

天津人口规模的负增长中固然有出生率
下降、人口老龄化等背景原因，但近年来经济
运行遭遇瓶颈也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从
2020年开始，天津无缘全国GDP十强，经济
增长速度趋缓。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
天津经济增速为 4.8%，仍然低于全国平均
线。经济运行缺乏活力导致天津对于人口的
吸引力正在减弱，这也将为天津的城市发展
带来挑战。

相比之下，成都成为了近三年来人口规
模提升最为明显的城市，与2019年的数据相
比，成都常住人口规模增长468.7万人。其中
有七普数据纠偏的原因，在2020年七普数据
公布后，成都人口规模就有了一次较大的跳
跃，突破两千万台阶。但也不能忽视成都近
年来强劲的人口吸引力。

若与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
比，15座城市中有11座实现了人口规模正增
长，北京、上海、天津和东莞为负增长。

北京、上海人口负增长，其中部分原因来
自于二线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增强，还有部分
原因在于一线城市对于人口规模的主动控
制。例如，上海“十三五”规划便提出要严格
控制人口规模，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
2500万人以内。

与七普数据相比增长最为明显的是武
汉，人口增量超过140万人，其中的主要原因
在于疫情时期大批离开武汉的人口回流。除
武汉外，杭州、长沙、成都、青岛、郑州的人口
增长也较为明显。

目前来看，一线城市逐渐不再是人口流
入的单一选择，众多的“双万”城市对于人口
的吸引和集聚效应正在增强，这同时将改变
城市发展过去一城独大的模式，转向大中小
城市共生共存的格局。在吸引人口流入下，
各城市也应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

态环境等各方面规划，增强对于人口的承接
能力。

谁是下一个“双万”城市？

继济南之后，8月21日，合肥也官宣实有
人口突破千万。但实有人口的概念与常住人
口有所区别，包括常住人口、寄住人口、未落
常住人口人员等实际管控人口。截至目前，
合肥仍未正式成为千万人口城市。

从中可以看出，城市除关注经济、产业发
展外，对于人口规模的重视程度正在日益提
升。继2021年东莞晋级后，全国15座“双万”
城市的格局定格至今，哪座城市有望成为下
一个“双万”城市？

全国24座万亿GDP城市中，目前合肥、宁
波、佛山、南京、济南2022年末的常住人口已经
超过900万人，距离“双万”城市已十分接近。

其中，合肥是最靠近“双万”目标的城
市。2022年末，合肥常住人口为963.4万人，
与七普数据相比实现了超26万的人口增量，
在5座准“双万”城市中增长也最为明显，确
有能够率先晋级的可能。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成为各大城市的
发展新动能之下，合肥当地的产业政策和投
资布局很好地抓住了这一机遇，新型显示、集
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战新产业均
取得了突破发展，这同时也为人才的集聚打
下基础。合肥地处长三角城市群，同时又属
于“中部崛起”战略的范围内，处在承接长三
角产业转移和资源外溢的关键位置，各项战
略的叠加也向合肥释放出红利，带动了合肥
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提升。

除合肥外，宁波和济南两座城市近两年
人口规模也增长超过20万人，2022年末的常
住人口规模分别为961.8万人和941.5万人，
具备冲击“双万”城市的潜力。

与合肥同处长三角地区的宁波因为盛产
“隐形冠军”而闻名，宁波也在“专精特新”、新
兴产业等领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活跃为人才提供了
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也助推了宁波的人口增
长。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宁波规上民
营企业增加值1438.8亿元，增长5.3%，超越了
规上工业增速。

济南曾在2022年9月公开表示实有人口
突破 1000 万，当时众多媒体称济南已晋级

“千万人口之城”，但在2022年统计公报揭晓
后，济南的常住人口规模与千万门槛还有一
段明显差距。过去一段时间里，济南无论是
人口还是经济体量，在山东省内首位度都偏
低，但近年来，济南不仅GDP突破了万亿，人
口规模也保持着稳定增长态势，有望能够实
现突围。

准“双万”城市中，仅有佛山在2022年人
口出现了负增长。分析来看，2022 年，广东
省内广州、深圳、东莞三个“双万”城市常住人
口均有所减少，佛山并非个例。广东省统计
局也曾解释称，2022年广东省外流动人口减
少69.2万人，是在2022年广东疫情散发多发
的因素影响下，省外流动人口暂时回流返乡
的阶段性现象。从人口规模来看，佛山2022
年常住人口为955.23万人，超过了南京和济
南，若能在今年扭转局势，亦有可能冲刺“双
万俱乐部”。

人口流入是刺激城市发展壮大的重要因
素，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会反过来增强城市的人
口吸引力。成为“双万”城市，意味着更强的经
济话语权和城市辐射力，除自身外，也能带动
周边城市的发展，万亿GDP城市应推动经济
和人口的并肩齐行。

从另一维度来看，目前全国还有两座人
口过千万，但GDP未过万亿的城市，分别是
临沂和石家庄。2022年，两座城市的GDP分
别为 5778.5 亿元和 7100.6 亿元，距离万亿
GDP还有一段较大的差距，如何释放人口红
利，也是这两座城市下一阶段将面临的重要
命题。

本报综合消息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各地政策
出台频次略有加快。根据中指研究院监测
数据，截至8月22日，8月各地出台政策已超
40条，已高于5月-7月全月平均数量。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部分二线城市优
化限购和限售政策、降低首付比例及房贷利
率，如杭州余杭区闲林街道纳入差异化限购
范围，非户籍居民满足1个月社保即可在当
地购房；郑州取消“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
日不满3年的不得上市转让”的限售规定。

据记者了解，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住建
部表态进一步落实好各项政策措施后，多城
正根据自身情况研究政策方向。据某二线
城市消息人士透露，其所在的城市目前正根
据省住建厅要求研究楼市政策，“省里拿出
20条政策工具，让各个城市根据自身情况在
工具箱里选，政策工具涵盖供地、金融、公积
金、预售、购房补贴等，后续我市政策将从市
和区两个层面推出。同时也会研判楼市去
化情况，根据情况动态调整限购区域。”

同时，对于住建部部长倪虹在会议上提
到的个人住房贷款“认房不用认贷”等政策
措施，有二线城市主管部门人士表示，住建
部会议召开后，我们主动对接当地人行分行
沟通，但仍须等待人行的进一步反馈。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7 月末，一线城市
住建相关部门相继表态支持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针对各地将在哪些方面支持居民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是否会落实认房不认贷
政策的提问，四个一线城市也给予回应。

根据深圳住建局于 8 月 10 日的反馈，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政策调整，如果有的话
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广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则于8月7日回复表示，相关政策
正在研究中，具体以官网公布为准。北京市
住建委8月4日回复表示，住建委正积极推
进细则中，具体文件及如何调整可关注北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官网。上海市房管局
则于8月3日回应，正研究“两旧一村”改造

优化方案，信贷政策建议关注央行政策。
当前，一线城市政策尚未落地，整体或

仍在研究拟定阶段，对于一线城市而言，一
方面，政策出台信号意义大，对其他城市的
楼市政策也会起到风向标作用；另一方面，
一线城市购房需求仍较为旺盛，政策优化力
度大小直接影响着市场情绪，综合来看，一
线城市政策调整更为谨慎。

当前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在
不断增大，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7月一线城
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下降约10%，8月
以来周均成交面积较 7 月周均下降接近
30%，较去年同期下降超20%，一线城市政策
优化预期进一步增强。

短期来看，一线城市政策优化方向或包
括优化“认房又认贷”、降低二套首付比例、
优化部分区域限购、降低交易税费、调整普
宅认定标准等，有望结合人口、人才政策进
行优化调整。若实质性政策尽快落地执行，
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有望提升，从而
对整体市场情绪产生积极带动，稳定市场预
期。若一线城市政策出台节奏较慢或力度
较小，预计市场预期将进一步走弱，短期房
地产市场调整态势或延续。本报综合消息

谁将成为下一个“双万”城市
目前，全国已有15座GDP超过万亿、常

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双万”城市，分别是上海、
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
汉、天津、郑州、西安、青岛、长沙、东莞。截至
目前，这15座城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均已
公布。

从经济增速来看，上半年，共有 7 座“双
万”城市GDP增速跑赢全国，其中上海增速领
跑。从人口规模来看，15座城市中有11城与
七普数据相比实现了人口正增长。

成为“双万”城市，意味着更强的经济话
语权和区域辐射力，是衡量一座城市综合实
力的重要指标。除已经达到“双万”目标的城
市外，全国24座万亿GDP城市中还有合肥、
宁波、佛山、南京、济南常住人口规模已经超
过900万，谁将成为下一个“双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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